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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请机缘第六
　　本章内容是六祖会下得法的十三位善知识；得道、证得明心见
性的，共有四十三位，这十三位是代表。我们一位一位为诸位介绍
。
　　【师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无知者。有儒士刘志略
，礼遇甚厚。志略有姑为尼，名无尽藏，常诵《大涅盘经》。师暂
听即知妙义，遂为解说。尼乃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
问。尼曰：字尚不识，曷能会义？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尼
惊异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请供养。有晋武侯玄
孙曹叔良及居民竞来瞻礼。时宝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废，遂於故基
重建梵宇，延僧居之，俄成宝坊。师住九月余日，又为恶党寻逐，
师乃遁於前山，被其纵火焚烧草木，师隐身挨入石中得免。石於是
有师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纹，因名避难石。师忆五祖怀会止藏之嘱，
遂行隐於二邑焉。】
　　第一位是无尽藏比丘尼。这位比丘尼的事迹，是在六祖二十四
岁至黄梅东山得法之后，返回韶州避难的时候；换句话说，这是在
六祖会下开悟的第一个人。时间是在六祖示现剃度之前，处所是在
韶州曹侯村。事情概略是：在当时有一位读书人，姓刘名志略。六
祖得法之后年岁很轻，只有二十四岁，可是这位刘先生对待六祖很
优厚。刘先生有一位姑母出家，名字叫无尽藏比丘尼。无尽藏尼师
常诵《大涅盘经》，六祖不识字，但他一听就懂得经中的意旨，於
是就为无尽藏尼解释。无尽藏尼就拿著经本来请教他。六祖说：「
我不认识字，若要问经中的道理，我可以为你说。」这位尼师觉得



很奇怪，她说：「你字尚且不认识，怎能懂得经中的道理？」大师
告诉她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这两句话非常重要，不但当
时无尽藏比丘尼被这两句话惊醒了她的迷梦，就是对於后世，无论
宗门或者教下，皆是当头棒喝。因为确实有不少人执著在名相、文
字之中，以至於勤苦终身而不能开悟。六祖这两句话正是当头棒喝
。文字是诠述道理的，正是禅家所谓「因指见月」。文字是指也，
道理是月也，我们必须要因指见月；换言之，月无关於指。但是，
佛教导我们假借指之因缘便能见月；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借重文
字、言说，以明佛理，佛理就是自性清净心之理。
　　无尽藏比丘尼听了六祖这两句话，非常惊异。她遍告村中的大
德们，尤其是长者们，对他们说：「这是一位真正有道之士，我们
应该要礼请来供养。」由这句话我们就晓得，无尽藏比丘尼必定有
悟处。若无悟处，则不能如是虔诚恭敬。六祖就在这里住了九个多
月。以后，又被黄梅那些恶人找到这里来。他们找来，其目的就是
来夺回衣钵。於是，六祖想起老师当年送他的时候，告诉他要隐居
到怀集、四会这一带；这是五祖对他的嘱咐，当然这两个地方是比
较安全。大师到怀集、四会之后，就隐居在猎人队里十五年。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参祖师，问曰：即心即佛，愿垂
指谕。师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
切相即佛。吾若具说，穷劫不尽。听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
。定慧等等，意中清净。悟此法门，由汝习性。用本无生，双修是
正。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赞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
慧因，双修离诸物。】
　　第二位是法海禅师。这部《坛经》能流传到今天，就是法海禅
师记录编辑的。法海禅师初参六祖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这也是
佛法中最常见到的问题，就是「即心即佛」这句话。即心即佛究竟



是什么意思？几千年来，每一个学佛的人心里都在惦记、思惟：这
个境界如何能证得？法海禅师对於这个问题也不例外，特地提出来
请教六祖。「愿垂指谕」，就是请大师指示、开导。
　　法海禅师提出「即心即佛」的问题，六祖答覆的言语非常简单
：「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这两句看起来容易，意思有
相当的深度。真心是清净圆明，是离一切相；这是一切万法之理体
，正是大师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前念不生即心」
，这个「心」是从本体讲的，它没有念，无念。「后念不灭即佛」
，「佛」是印度话，中国意思是「觉」。后念不灭要著重在「后念
」，体虽然是无念，用是无不念，这是说明觉知本体实实在在是清
净湛然，可是应用自在，它是活活泼泼，不是一个死东西；这一句
是讲用。我们合起来讲，就是常说的「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此
地对这四字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注解。什么「不生」？前念不生，这
是我们真心本体；什么「不灭」？后念不灭，这是我们真心的大用
。这是解释什么叫心、什么叫佛，即心即佛。
　　后面还有两句，重覆解释这句话。六祖说：「成一切相即心，
离一切相即佛。」这两句比前面两句的意思稍浅一点。虽然是浅，
依旧有很深的深度。经论上常讲「一切唯心造」、「心生则法生」
，这是讲「成一切相」。一切相就是一切万象，我们所讲的宇宙人
生。这一切现象从什么地方来的？是心变现的，是心所造的，是心
所生的。在性宗的经典、相宗的经典，都说得非常详细。这句话是
说心体上的作用；我们通常讲，也从体、相、用三方面来说明，这
句话是体之用。所以，成一切相，是真心的作用。「离一切相即佛
」，换句话说，离一切相是佛之用。佛就是觉，是觉之用。顿息诸
缘，於一切法中无分别、无妄想，这就是觉之用。六祖答覆这个问
题，最重要的就是这四句。这四句是略说，若要具体说明即心即佛



，说之不尽！也可以说，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经论，统统是
即心即佛；历代祖师、一切大善知识，所作所说的也是即心即佛。
可见，「具说无尽」这是一句真实话。
　　六祖在此地有两首偈颂，这两首偈颂就是大师对他的开示，也
就是进一步教导他修学即心即佛。第一首颂：『即心名慧，即佛乃
定。定慧等等，意中清净』。「即心名慧，即佛乃定」，这两句是
说定慧一体、心佛不二，我们要从此处去体会。「即心」也可以叫
定，「即佛」也可以叫慧。此地所讲的体与用，是可以交互，定为
慧之体，慧为定之用；反过来，慧为定之体，定为慧之用。所以，
定慧本来是一体，才可以互为体用，才真正了解心佛不二。如果是
二，就不能互为体用；凡是能互为体用，一定是一体，不是二体。
「定慧等等，意中清净」。「等等」，有的本子是「等持」；「等
持」这个意思也很好，「等等」也能讲得通，定等於慧，慧等於定
。「意中清净」，这句是说受用。这两句是说明「本无一物」，「
了了见性」。到自己定慧等持、意中清净，这时是明心见性的境界
；换句话说，也就是即心即佛的境界。这首偈十六字，把「即心即
佛」说得一清二楚，实在是难得。
　　第二首偈：『悟此法门，由汝习性。用本无生，双修是正。』
这是教导我们修行的方法。「悟此法门，由汝习性」，这两句是指
示我们入处。我们从什么地方入？究竟如何修法才能明心见性？六
祖在此指导我们一个活活泼泼的门路：由我们自己的习性。假如不
从我们的习性、不由我们的习性，诸位想想，释迦牟尼佛何必说八
万四千法门？就是因为众生习性不一样，所以随众生习性不同开种
种方便法门，这才可以入道。这句话是活语，不是死句。「用本无
生，双修是正。」前面这句是体用一如，后面这句是教我们定慧双
修。定，是心无乱；慧，是无痴。无乱就是定，无痴就是慧。我们



学佛，首先要断三毒烦恼，三毒烦恼是贪瞋痴。我们心中有贪、有
瞋，定就没有了；有痴，慧就没有了。「双修是正」就是要离贪瞋
痴。法海禅师听了这话，非常欢喜，立刻就悟入。


